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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卫生的保持靠环卫更看村民，村里决
定决议看村干部更看村民，有了矛盾纠纷依靠
法律更看重村民调解……这是渝北区王家街道
苟溪桥村的新变化。从产业发展到人居环境，
从村里大事到邻里小事，事事治理靠村民。“我
们自己的村，发展还得靠我们来处理。”村民周
天齐如今成为了村里的志愿者，除了保洁员，他
也常常拿起扫帚，为乡村清洁出一份力。

建设和美乡村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既要抓
物质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实现乡村由表及
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如果说渝北的乡村
建设更多让乡村具备了外在美，那么加强和改

进乡村治理则进一步促进其内在的和谐美。
据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为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该区注重
综合运用传统治理资源和现代治理手段，推
广应用积分制、清单制等治理方式，推行乡村
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有效
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作用，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走出了一条共建共
治共享乡村治理新路。

围绕“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个关键，该区
聚焦乡村治理效能提升，以小切口推动大治
理，不断创新乡村善治新路径，创建“民情茶

室”“畅晚庭”“情理堂”等22个乡村治理示范
点，探索总结出“乡村管家”“亲亲家园”等务
实管用的乡村治理模式；构建积分制、清单
制、院落制、数字化“三治一化”治理格局，全
区行政村全覆盖推广运用“积分制”，建立乡
村治理“微院落”2120个；过自治清单定“主
业”、协助清单明“副业”、负面清单划“红线”、
证明清单挤“水分”，厘清基层组织职能边界，
减少部门和镇街延伸事项345项，实现村级
组织减负50%以上。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让村民走在前
列，担当成为主力。如今的这里，农村社会风
气得到明显好转，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一座座农家小院美丽洁净，彰显巴渝味，一个个特色产业成片发展，带动村民致富增收，一股股文明新风润物无声，留住美
丽乡愁……时下在渝北区，一幅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现代版巴渝“桃花源”和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踏上乡村振兴新征程，自2022年10月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以来，渝北以打造西部乡村振兴示范高地为目标，
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抓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拓创新、追赶奋进，实现了美丽乡村焕然一新，富民产业花
繁果硕，民生幸福指数节节攀升的崭新变化。

共谋发展 共建家园 共享和美

渝北 以人民为中心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搭建建设和美乡村“四梁八柱”

多元投入有保障

建立“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财政资金”各有侧
重的“三位一体”多元化投入机制，出台《重庆市渝
北区政策性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试验示范区建设工
作方案》，激活农村资源资产等要素，多渠道筹措资
金投入农业农村发展，整合涉农财政资金 5.5亿

元，涉农贷款余额157亿元。

高质人才有支撑

深入推进“渝北英才·乡村振兴”人才计划，持
续推进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艺术家等“三师一
家”下乡服务，累计培育乡村振兴人才30名、高素

质农民3227名、农村实用人才2.7万名。

深化改革有力度

深化拓展“三社”融合发展，创设“一社三部”
（农业股份合作社，生产合作部、供销合作部和资金
互助部），实现生产、流通、信用三大功能有机融
合。建设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59个、镇供销

合作社10个；开展金融惠农，与金融机构建立授信

机制，推动“信用变现”，全区53个合作社累计获得

授信2.65亿元；制定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二十

条措施，财政投入400万元以下的涉农项目，同等
条件下优先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实施，提升村集
体经济组织自主造血能力。

创新驱动有活力

以丘陵山地数智农业为主题，规划3.2平方公
里建设用地，大力创建国家农高区，打造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集聚地；开发全国首个丘陵山地3D智慧
对靶喷药机器人，可减少农药用量50%，效率提高

10倍以上；申报实施2023年国家数字设施农业创新
应用基地建设项目，搭建“1+3+N”（1个管理平台，智
慧种苗工厂、数字蔬菜工厂、净菜加工中心3大场景
模式，辐射带动N个设施蔬菜生产基地）体系。

建设宜居家园
让群众在乡村建设中“唱主角”

走进渝北区玉峰山镇玉峰村，青山环绕
下，清澈的河水、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与
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房前屋后处处干干净
净，花卉绿植迎风招展。屋场上、民宿里，
村民们有的砌砖、有的忙着接待远道而来的
客人……这是推进乡村建设之后，村里出现
的新面貌。

“一开始，我们也担心是不是搞花架子，
中看不中用？后来从风貌设计、工程实施，再
到后续管理，我们村民都真正参与，才真正感
受到政府把这件实事办实了。”村民刘永民

说，乡村建设美了，越来越多的城里人跑到村
里娱乐，不少乡亲更借此端上了“金饭碗”，吃
上了“旅游饭”。

而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渝北推动乡村建
设有力有效，关键在于抓住群众路线这个重要
法宝，抓实村社这个最小单元，充分发挥群众力
量。”据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区依托村社党支部、村民理事会、合作社，因地
制宜创建美丽宜居乡村，已形成了“政府指导、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社会助力、共建共享”的乡
村建设格局。从“要我建”到“我要建”，群众积

极性高了，建出来的效果也更好了。
截至目前，该区着眼细节，创新“八改六

化”整治标准，突出农房整治重点，彰显巴渝
民居坡屋顶、灰屋脊、小青瓦、石墙裙等“八大
核心要素”特色建筑风貌，已累计实现改造提
升农村危旧房7.6万户。

从点突破，到串点连线扩面，该区乡村基
础设施和乡村环境也为之一新。据该负责人
介绍，目前，该区实现农村地区行政村公交车
通达率100%、天然气覆盖率80%、自来水集
中供水率98%、邮政快递服务覆盖率95%；
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覆盖率100%、
卫生厕所普及率96%、生活污水治理农户覆
盖率76%。

如今的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美。

打造特色产业
让群众在家门口吃上“产业饭”

刚入新年，渝北区大湾镇金凤村暖阳
高照，桃林里传出阵阵欢声笑语。村民们
一边利用冬闲为桃树除草、施肥、修枝；一
边畅想着年初的分红收益。目前，该村依
托“三变”改革，成立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
作社，引导全村积极发展特色桃子产业，通
过与沿线的龙洞岩村、杉木村连片打造万
亩桃乡，已成功开发了全市最大的桃花观
赏基地，更让 700 多户村民成为了股东。

“村里有了产业，我们共同参与，真正给大
家带来了实惠。去年4月分红我拿了2000
多元，今年肯定更高。”谈起现在的收入，村
民阳成文满意得不得了。

村村主导产业提能升级，户户有新的增
收能力。这是渝北立足产业发展，以和美乡村
建设为抓手，引培并举打造富民产业的缩影。

建设和美乡村，基础在产业、潜力在产
业、希望在产业。据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区立足特色产业资源，
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推进农田宜机
化改造，做好产业升级，促进接二连三，已构
建起“大基地、小业主”发展模式和“一村一
品”“多村一品”发展格局，正实现农地增面、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走出了一条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的新路。

截至目前，全区以设施蔬菜种苗为主、奶

肉制品加工和柑橘优质水果为辅的“一主两
辅”优势特色产业逐渐成形，已推动奶肉、果
蔬等食品加工园区化发展，培育规上农产品
加工企业39家、市级农产品加工“双百”企业
7家，推动乡村变景区、田园变公园、人气变财
气，全年可实现乡村旅游接待收入超28亿元。

产业壮大，提升辐射力。渝北区立足全
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三
权分置”改革、提质扩面“三变”改革、纵深推
进“三社”融合改革的改革实践，该区共富能
力进一步提升，2019—2023年全区村集体经
济累计实现经营性收入15亿元、村均经营性
收入842万元，实现经营收益3.6亿元、村均
经营收益202万元，经营性收入和经营收益
连续四年居全市第一，实现农户分红8000万
元，户均分红1000元以上。

培育和美乡风
让群众在治理中当上“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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